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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橡胶林下植物物种组成与多样性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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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!为了解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的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等基本特征!调查了云南"广东和海南的

#!"

个
#""C

! 橡胶林样方的植物#并进行数据分析!应用物种丰富度指数$

!

%"重要值$

"#

%"

F<C

G

)

8,/

指数$

$

%"

F50//,/)H<7/7.

指数$

%

%和
F,.7/87/

系数$

&

'

%等方法#分析了橡胶林下植物物种组

成以及物种多样性!结果表明&

#

%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共有
#&&

科
A%$

属
$#(

种#其中有禾本科

$

I.0C</707

%"大戟科$

B-

G

5,.J<0D70D7

%"菊科$

K,C

G

,8<407

%"蝶形花科$

90J0D707

%"茜草科$

L-J<)

0D707

%"马鞭草科$

M7.J7/0D707

%"桑科$

N,.0D707

%和莎草科$

K

:G

7.0D707

%

*

个优势科!

!

%林分相似

性系数最高的是云南省和广东省"海南和广东省#达
"?#*A

#而云南省和海南省相似性系数最低#为

"?#A*

!

%

%海南橡胶林林下植物物种丰富度最高#广东省最低'云南橡胶林林下植物
F<C

G

8,/

指数

和
F50//,/)H<7/7.

指数最高#广东省最低!橡胶林与桉树林相比#橡胶林纯林的物种多样性在丰

富度指数"

F<C

G

8,/

指数和
F50//,/)H<7/7.

指数上高于桉树林纯林的多样性!

关键词!橡胶林'林下'物种组成'物种多样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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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橡胶树种植地主要在云南省的滇南和滇

西南地区!广东省的粤西地区!以及海南省'橡胶林

是可持续发展的人工生态系统(

#

)

!是在旱地上建立

最好的生态系统之一(

!

)

'据统计!

#$&$

年时中国橡

胶树种植面积仅为
"?%W#"

&

5C

!

(

%

)

&截止到
!"#"

年

底为
#"!?(W#"

&

5C

!

(

&

)

&到
!"#%

年末全国橡胶树种

植面积达到
##&W#"

&

5C

!

!其中云南省植胶区橡胶

树种植面积为
AA?&W#"

&

5C

!

(

A

)

!广东省橡胶树种植

面积达
&?(W#"

&

5C

!

(

(

)

!海南省橡胶树种植面积为

A&?"!W#"

&

5C

!

(

'

)

&而到目前!我国橡胶树种植面积

已经超过
#!"W#"

&

5C

!

'我国的橡胶树种植面积

是世界第
A

位!而云南和海南省的种植面积约占全

国种植面积的
$#?%X

(

*

)

'

通过分析中国橡胶林下群落植物科*属和种的

组成以及区系分析!为中国橡胶产业的发展提供良

好的理论基础!促进天然橡胶产业的持续发展!如果

对这些植物资源合理利用和开发!会为橡胶产业寻

找新的生机'为橡胶林下资源的开发*利用和保护

奠定基础!同时也有利于收集典型具有较高价值的

植物资源的鉴定*分析和评价'橡胶林下植物组成*

区系分析*生物多样性及其特征!为橡胶林物种多样

性恢复机制提供依据'

#

!

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

!"!

!

研究区概况

中国种植橡胶树气候适宜性指数高值区主要分

布在云南省景洪市*勐腊县!广东省雷州半岛!海南

省儋州*乐东市(

$

)

'

云南省植胶区范围为
!#YZ!AY3

!

$'YZ#"%YB

'

云南植胶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!年温差小*日温

差较大!年温差只有
#"

"

#![

!而日温差可达
#!

"

!"[

!年 平 均 气 温 为
#*

"

!%[

'年 降 水 量 多 为

#!""

"

#*""CC

!但降水在空间上分配极不均匀!

干湿季分明!

AZ#"

月为雨季!降水量为全年的

*AX

!

##

月至次年
&

月为旱季!只占全年的
#AX

'

云南植胶区土壤主要为赤红壤'由于云南的北高南

低地形!一定程度的阻挡了冬季来自西北内陆的寒

流!为橡胶树的种植提供了好的自然条件!且受台风

的影响较小'

广东省植胶区范围为
!"YZ!!Y3

!

##"YZ###YB

'

广东地形为北高南低!地貌较复杂!山脉主要以东

北+西南走向'该地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!年平

均气温为
#$

"

!&[

!平均日照时数为
#'&A?*5

'降

水充沛!年均降水量为
#%""

"

!A""CC

!由于受地

形的影响!降水量随地势的走向呈南多北少!迎风坡

年降水量
#

!!""CC

!背风坡年降水量
$

#&""

CC

&降水且空间分布不均匀!

&Z$

月占全年的

*"X

以上'该地位于沿海地带!受台风的影响较大!

春季的低温和冬季的寒潮对橡胶的种植也有很大的

影响'

海南省植胶区范围为
#*YZ#$Y3

!

#"$YZ##"YB

'

海南省地势为中间高*四周低!从中间到沿海是由山

地*丘陵*台地以及平原构成的环形层状地貌!阶梯

结构明显!具有台地*阶梯多!平原少而分散的特征'

北隔琼州海峡!南临南海!位于东亚季风区!受季风

影响明显!属于热带季风气候'海南省年太阳辐射

总量为
&(""

"

A*""N+

%

C

!

!年平均气温为
!!?A

"

!A?([

'年平均降雨量为
$!%

"

!&A$CC

!降水丰

沛!雨热同期&但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匀!旱季*雨季明

显!

AZ#"

月为雨季!

##

月至次年
&

月为少雨季'海

南省水平地带性不明显!地带性土壤为砖红壤'河

流构成放射状从中部山区向四周流入海'该地位于

较南端!冬季受寒潮的影响较小!但是受台风的影响

较大'

!"#

!

调查方法

采用典型取样以及沿途记录的调查方法'在云

南省的德宏州*红河州*西双版纳州*临沧市和普洱

市等地共设置了
A(

个
#"CW#"C

的橡胶林样方!

取样总面积为
A(""C

!

&广东省的阳江市*茂名市*

高州市*化州市和雷州市等地共设置了
%"

个
#"C

W#"C

的橡胶林样方!取样总面积为
%"""C

!

&海

南省的琼海市*海口市*乐东县*儋州市*三亚市*屯

昌县*昌江县和琼中县等地共设置了
%&

个
#"CW

#"C

的橡胶林样方!取样总面积为
%&""C

!

&各样

方详细情况信息见图
#

和表
#

'其中记录了样方的

经纬度*海拔*坡向和坡度!以及针对橡胶林中藤本*

草本*灌木和乔木等植物调查了其高度*盖度和物

种名'

本调查依据云南*广东*海南
%

省植胶区!随机

选取调查样方!进行橡胶林林下植物调查'与此同

时!还抽取附近有桉树的橡胶林段!设置桉树林与橡

胶林样方进行比较'橡胶林调查的物种为自然生

''

第
!

期 陈
!

莉 等$中国橡胶林下植物物种组成与多样性分析



长!无人工间作的物种'

在样方调查时需现场鉴定植物!并对植物进行

拍照保存'调查过程中有疑问或不认识的植物!采

集标本带回!进一步鉴定'物种命名参考了,中国植

物志-

(

#"

)

*,云南植物志-

(

##

)

*,广东植物志-

(

#!

)

*,海

南植物志-

(

#%

)

*,中国高等植物图鉴-

(

#&

)等'

图
A

!

中国植胶区样方位置示意图

9<

E

?#

!

Q<84.<J-4<,/1,D04<,/,2.-JJ7.

G

10/404<,/

G

1,4880C

G

17></K5</0

表
A

!

中国植胶区样方的情况

R0J17#

!

I7/7.018<4-04<,/,280C

G

17

G

1,48</.-JJ7.

G

10/404<,/8</K5</0

序号 地点
海拔
%

C

样方大小
%

C

!

样方数
%个

面积
%

C

!

#

德宏州
'%#

"

$"# #"" $ $""

!

红河州
'A

"

'(" #"" #A #A""

%

临沧市
&AA

"

A!# #"" * *""

&

普洱市
'$&

"

$$" #"" ( (""

A

西双版纳州
A&"

"

*(( #"" #* #*""

(

阳江市
!"

"

'! #"" $ $""

'

茂名市
&(

"

*A #"" $ $""

*

高州市
($

"

$& #"" & &""

$

化州市
A#

"

A' #"" ! !""

#"

雷州市
A!

"

#%! #"" ( (""

##

琼海市
!!

"

*& #"" * *""

#!

海口市
'"

"

'A #"" & &""

#%

乐东县
#%$

"

#$( #"" A A""

#&

儋州市
##%

"

#'! #"" ' '""

#A

三亚市
%" #"" ! !""

#(

屯昌县
#%&

"

#'A #"" ( (""

#'

昌江县
#%$ #"" # #""

#*

琼中县
#%! #"" # #""

合计
!"

"

$$" #"" #!" #!"""

!"$

!

研究方法

根据调查数据!计算物种丰富度指数"

!

#*重要

值"

"#

#*

F<C

G

8,/

指数"

$

#*

F50//,/)H<7/7.

指数

"

%

#和
F,.7/87/

"

&'

#等(

#A)#(

)

!其公式如下$

#

#物种丰富度指数"

!

#

!

为样方中出现的物种总数'

!

#重要值"

"#

#

"#\

"相对高度
]

相对盖度
]

相对频度#%

%

%

#

F<C

G

8,/

指数"

$

#

$\#Z

%

'

+\#

2

!

+

"

#

#

&

#

F50//,/)H<7/7.

指数"

%

#

%\Z

%

'

+\#

2+

1/

2+

"

!

#

式中!

+\#

!

!

!.!

!

!

2+

\L

+

%

L

!

L

+

表示样地中第
+

种物种的重要值!

!

为物种数目'

A

#

F,.7/87/

系数"

&

'

#

&

'

\

!4

@]3

"

%

#

式中!

4

为
!

个地区共有物种数!

@

和
3

分别是
!

个

地区各自拥有物种数'

采用
BVD71!"#"

对多样性指数数据进行制图!

用
FPFF=!#?"

对不同林龄*地区和立地条件的中国

植胶区林下植物的多样性进行方差分析'

!

!

结果与分析

#"!

!

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物种组成及重要值

通过对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进行全面调查和统

计"表
!

#!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总共有
#&&

科*

A%$

属*

$#(

种"蕨类植物有
(&

种!被子植物有
*&$

种!

裸子植物有
%

种#'其中云南省调查面积为
A(""

C

!

!橡胶林林下植物共有维管束植物
##(

科*

%!*

属*

&'!

种"蕨类植物
&*

种!被子植物
&!!

种!裸子

*'

西北林学院学报
%&

卷
!



植物
!

种#'广东省调查面积为
%"""C

!

!共有维管

束植物
''

科*

#$*

属*

!'&

种"蕨类植物
!"

种!被子

植物
!A&

种!无裸子植物#'海南省调查面积为

%&""C

!

!共有维管束植物
#"'

科*

%&!

属*

A"A

种

"蕨类植物
!'

种!被子植物
&''

种!裸子植物
#

种#'

云南*广东和海南蕨类植物数量占中国总种数的比

例分别为
'A?""X

*

%#?!AX

*

&!?#$X

!被子植物数

量占中国总种数的比例分别为
&$?'#X

*

!$?$!X

*

A(?#*X

!裸子植物数量占中国总种数的比例分别为

((?('X

*

"

*

%%?%%X

'云南*广东*海南的科数所占

中国橡胶林下植物科 数 的 比 例 分 别 为
*"?A(X

*

A%?&'X

*

'&?%#X

!云南*广东*海南的属数所占中国

橡胶林下植物属数的比例分别为
("?*AX

*

%(?'%X

*

(%?&AX

!云南*广东*海南的种数所占中国橡胶林下

植 物 种 数 的 比 例 分 别 为
A#?A%X

*

!$?$#X

*

AA?#%X

'然而!不同地区!各类型的植物组成存在

差异!如广东植胶区蕨类植物
!"

种远远少于云南植

胶区
&*

种'

由表
%

可知!在植胶区林下植物中!云南省最重

要的植物是飞机草!其重要值为
%?&&X

&广东省最

重要的植物是阔叶丰花草!其重要值为
$?!*X

&海

南省最重要的植物是弓果黍!其重要值为
&?*!X

'

此外!在云南植胶区林下的植物中!植物重要值前

#"

位的物种占总物种数的
#$?(%X

!广东植物重要

值前
#"

位的物种占总物种数的
%!?%X

!海南植物

重要值前
#"

位的物种占总物种数的
!%?&*X

!以此

证明每省前
#"

种植物具有明显的优势'弓果黍占

云南*广东和海南植物重要值前
#"

位!飞机草占云

南*广东植物重要值前
#"

位'

表
B

!

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的组成

R0J17!

!

K,C

G

,8<4<,/,2=08D-10.

G

10/48</.-JJ7.

G

10/404<,/8</K5</0

类型 中国 云南 广东 海南

科数
#&& ##(

"

*"?A(

#

''

"

A%?&'

#

#"'

"

'&?%#

#

属数
A%$ %!*

"

("?*A

#

#$*

"

%(?'%

#

%&!

"

(%?&A

#

种数 蕨类植物
(& &*

"

'A?""

#

!"

"

%#?!A

#

!'

"

&!?#$

#

被子植物
*&$ &!!

"

&$?'#

#

!A&

"

!$?$!

#

&''

"

A(?#*

#

裸子植物
% !

"

((?('

#

"

"

"

#

#

"

%%?%%

#

合计
$#( &'!

"

A#?A%

#

!'&

"

!$?$#

#

A"A

"

AA?#%

#

注$括号内为百分比数值"

X

#'

#"#

!

云南"广东"海南橡胶林植物科统计分析

由表
&

可知!在单种科"仅
#

种#中!中国植胶区

林下植物有
A"

科!云南*广东*海南林下单种科分别

有
&$

科*

%"

科*

%A

科!其中
%

省占中国单种科的比

例分别为
$*?""X

*

("?""X

*

'"?""X

'寡种科"

!

"

#"

种#中!中国区林下植物有
(*

科!云南*广东*海

南林下寡种科分别有
("

科*

&%

科*

("

科!而
%

省分

别占 中 国 寡 种 科 的 比 例 为
**?!&X

*

(%?!&X

*

**?!&X

'中国橡胶林林下植物中等科"

#"

"

!"

种#

有
#*

种!云南*广东*海南林下中等科依次有
!

科*

!

科*

'

科!分别占中国中等科的
##?##X

*

##?##X

*

%*?*$X

'中国植胶区中优势科"

&

!"

种#有
*

科!

其中云南*广东*海南林下优势科分别有
A

科*

!

科*

A

科!而占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优势科的比例分别

为
(!?A"X

*

!A?""X

*

(!?A"X

'

群落优势科的分析对群落特征的了解具有十分

重要的意义'由表
A

可知!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优

势科共有
*

科
#('

属
%#"

种!云南省林下植物优势

科有
A

科
$#

属
#%#

种!广东省林下植物优势科有
!

表
C

!

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重要值前
AD

名物种及其重要值

R0J17%

!

F

G

7D<780/><C

G

,.40/D7=01-7,24,

G

#"<C

G

,.40/D7=01-78,2-/>7.84,.

:G

10/48</.-JJ7.

G

10/404<,/8,2K5</0

云南

植物名称
重要值
%

X

广东

植物名称
重要值
%

X

海南

植物名称
重要值
%

X

飞机草"

D,

2

4*.1+,A.8.14*,A

#

%?&&

阔叶丰花草"

J.11-1+454*+

/

.5+4

#

$?!*

弓果黍
"

"

&

:

1*.3.33,A

2

4*-)'

#

&?*!

弓果黍
"

"

&

:

1*.3.33,A

2

4*-)'

#

!?''

弓果黍
"

"

&

:

1*.3.33,A

2

4*-)'

#

&?($

羽脉山麻杆"

653>.1)-41,

7

.'4

#

&?!A

两耳草"

I4'

2

45,A3.)

M

,

7

4*,A

#

!?!$

铁芒萁"

$+314).

2

*-1+'5+)-41+'

#

!?(!

短叶黍"

I4)+3,A@1-<+

/

.5+,A

#

%?$#

地桃花"

;1-)45.@4*4

#

#?$$

热带鳞盖蕨"

F+31.5-

2

+4'

2

-5,)34-

#

!?&&

露籽草"

N**.3>5.4).8.'4

#

!?#*

酸模芒"

&-)*.*>-3454

22

43-4

#

#?*'

银柴"

6

2

.1,'48+.+34

#

!?%#

海南山麻杆"

653>.1)-41,

7

.'4=0.?

2

,@-'3-)'

#

#?('

毛桐"

F455.*,'@41@4*,'

#

#?'#

假蒟"

I+

2

-1'41A-)*.',A

#

!?!(

竹节草"

&>1

:

'.

2

.

7

.)43+3,54*,'

#

#?('

华南毛蕨"

&

:

35.'.1,'

2

414'+*+3O

,'

#

#?A(

火炭母"

I.5

:7

.),A3>+)-)'-

#

!?!A

杯苋"

&

:

4*>,54

2

1.'*14*4

#

#?&*

葛"

I,-141+45.@4*4

#

#?&"

飞机草"

D,

2

4*.1+,A.8.14*,A

#

!?#'

新月蕨"

I1.)-

2

>1+,A

7:

A).

2

*-1+8O

+

/

1.)'

#

#?!%

傅氏凤尾蕨"

I*-1+'

/

4,1+-+

#

#?%A

白背叶"

F455.*,'4

2

-5*4

#

!?#&

白茅"

"A

2

-14*43

:

5+)81+34

#

#?#&

藿香蓟"

6

7

-14*,A3.)

:

B.+8-'

#

#?!A

大青"

&5-1.8-)81,A3

:

*.

2

>

:

55,A

#

!?#&

假臭草
D,

2

4*.1+,A34*41+,A #?#%

合计
#$?(% %!?%" !%?&*

!!

注$/

"

0表示
%

地橡胶林都含有的种'

$'

第
!

期 陈
!

莉 等$中国橡胶林下植物物种组成与多样性分析



表
E

!

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科统计

R0J17&

!

F404<84<D8,2-/>7.

E

.,645

G

10/4820C<1<78</

.-JJ7.

G

10/404<,/8</K5</0

科类型
科数

中国 云南 广东 海南

单种科"仅
#

种#

A" &$

"

$*?""

#

%"

"

("?""

#

%A

"

'"?""

#

寡种科"

!

"

#"

种#

(* ("

"

**?!&

#

&%

"

(%?!&

#

("

"

**?!&

#

中等科"

#"

"

!"

种#

#* !

"

##?##

#

!

"

##?##

#

'

"

%*?*$

#

优势科"

&

!"

种#

* A

"

(!?A"

#

!

"

!A?""

#

A

"

(!?A"

#

合计
#&& ##(

"

*"?A(

#

''

"

A%?&'

#

#"'

"

'&?%#

#

!!

注$括号内为百分比数值"

X

#'

科
%#

属
&$

种!海南省林下植物优势科有
A

科
$'

属

#&'

种'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优势科中共同存在的

是大戟科和菊科!云南省优势科主要是蝶形花科!广

东省优势科主要是大戟科!海南省优势科主要是禾

本科'广东橡胶林群落同云南和海南橡胶林群落共

同存在的优势科都是大戟科和菊科!云南橡胶林群

落同海南橡胶林群落共同存在的优势科是大戟科*

禾本科*菊科*蝶形花科和茜草科'

根据吴征镒先生的,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

类型系统-及其修订(

#')#*

)

!分析了中国植胶区橡胶林

#&&

科的分布区类型"表
(

#'其中!世界广布科有

&%

个!占总科数的
!$?*(X

&热带分布的科"含泛热

带分布*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*旧世界热带

分布*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*热带亚洲至热带

非洲分布*热带亚洲分布#有
'*

科!占总科数的

A&?#'X

!反映出群落的热带性质&温带分布的科"含

北温带分布*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*东亚分布#有

*

科!占总科数的
A?A(X

&中国特有分布科有
!

科!

占总科数的
#?%$X

'

表
F

!

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优势科

R0J17A

!

R57>,C</0/420C<1<78,2-/>7.

E

.,645

G

10/4,2.-JJ7.

G

10/404<,/8</K5</0

科名
中国

属数 种数

云南

属数 种数

广东

属数 种数

海南

属数 种数

大戟科"

B-

G

5,.J<0D707

#

!% A% #( !A #% !A #$ %'

禾本科"

P,0D707

#

%$ A% !" !%

. .

%" %*

菊科"

O847.0D707

#

%! &* !! !' #* !& !# !(

蝶形花科"

P0

G

<1<,/0D707

#

!* &' #* %"

. .

#A !%

茜草科"

L-J<0D707

#

!" &% #A !(

. .

#! !%

马鞭草科"

M7.J7/0D707

#

$ !%

. . . . . .

桑科"

N,.0D707

#

' !!

. . . . . .

莎草科"

K

:G

7.0D707

#

$ !#

. . . . . .

合计
#(' %#" $# #%# %# &$ $' #&'

!!

注$/.0表示该地没有此科物种'

表
G

!

中国植胶区种子植物科分布区类型

R0J17(

!

90C<1

:

0.701)4

:G

78,2877>

G

10/48</.-JJ7.

G

10/404<,/8</K5</0

分布区类型 科数 百分比%

X

世界广布
&% !$?*(

泛热带分布
A$ &"?$'

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
' &?*(

旧世界热带分布
A %?&'

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
& !?'*

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
# "?($

热带亚洲"印度
)

马来西亚#分布
! #?%$

北温带分布
% !?"*

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
& !?'*

东亚分布
# "?($

中国特有分布
! #?%$

合计
#&& #""?""

#"$

!

云南"广东"海南橡胶林相似性系数比较

由表
'

得知!云南*广东*海南橡胶林相似性系

数变化较小!为
"?#A*

"

"?#*A

!总体来说!

%

个地区

橡胶林相似性较高'云南橡胶林与海南橡胶林的相

似性系数达
"?#A*

!而云南橡胶林与广东橡胶林以

及海南橡胶林与广东橡胶林的相似性系数都为

"?#*A

'云南橡胶林与广东橡胶林以及海南橡胶林

与广东橡胶林的相似性系数稍高!可能受到橡胶树

作为建群种的影响'云南橡胶林与海南橡胶林的相

似性系数最低!可能是受到纬度的影响!使物种多样

性产生差异'

表
H

!

C

地橡胶林相似性系数

R0J17'

!

R57D,722<D<7/4,28<C<10.<4

:

</.-JJ7.

2,.7848,245.77.7

E

<,/8

类型 云南橡胶林 广东橡胶林 海南橡胶林

云南橡胶林
#

广东橡胶林
"?#*A #

海南橡胶林
"?#A* "?#*A #

#"%

!

云南"广东"海南橡胶林物种多样性

经过云南*广东*海南橡胶林林下植物多样性比

较!丰富度指数变化为海南
#

云南
#

广东!

F<C

G

8,/

指数变化为云南
#

海南
#

广东!

F50//,/)H<7/7.

指

数变化为云南
#

海南
#

广东'此
%

地橡胶林植物多

"*

西北林学院学报
%&

卷
!



样性在
F<C

G

8,/

指数和
F50//,/)H<7/7.

指数上均

表现出了显著差异"

I

$

"?"A

#!但在丰富度指数上

差异不显著"

I

#

"?"A

#'在丰富度指数中!变化幅

度最大的是云南省的
#'

"

&'

!变化幅度最小的是广

东省的
#$

"

&!

&在
F<C

G

8,/

指数中!变化幅度最大

的是云南省的
"?*&

"

"?$'

!变化幅度最小的海南省

的
"?**

"

"?$(

&在
F50//,/)H<7/7.

指数中!变化幅

度最大的是云南省的
!?&!

"

%?'"

!变化幅度最小的

是海南省的
!?'(

"

%?&$

'

图
B

!

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物种多样性

9<

E

?!

!

F

G

7D<78><=7.8<4

:

,2-/>7.84,.

:G

10/48</.-JJ7.

G

10/404<,/</K5</0

#"&

!

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与桉树林比较

经过云南*广东*海南三地橡胶树和桉树林下植

物多 样 性 的 比 较!丰 富 度 指 数*

F<C

G

8,/

指 数 和

F50//,/)H<7/7.

指数变化都为橡胶树
#

桉树'在

丰富度指数中!变化幅度最大的是橡胶树的
#'

"

&'

!变化幅度最小的是桉树的
##

"

!*

&在
F<C

G

8,/

指数中!变化幅度最大的是橡胶树的
"?*&

"

"?$'

!

变化幅度最小的桉树的
"?*&

"

"?$A

&在
F50//,/)

H<7/7.

指数中!变化幅度最大的是橡胶树的
!?&!

"

%?'"

!变化幅度最小的桉树的
!?#%

"

%?!

'在
!

类

人工林中!橡胶树和桉树植物多样性在丰富度指数*

F<C

G

8,/

指 数 和
F50//,/)H<7/7.

指 数 差 异 显 著

"

I

$

"?"A

#'

图
C

!

中国橡胶林和桉树林植物多样性的比较

9<

E

?%

!

K,C

G

0.<8,/,2

G

10/4><=7.8<4

:

J74677/.-JJ7.

G

10/404<,/

0/>7-D01

:G

4-82,.784</K5</0

%

!

讨论

中国植胶区橡胶林下植物有
#&&

科
A%$

属
$#(

种!优势科主要是大戟科*禾本科*菊科*蝶形花科*

茜草科*马鞭草科*桑科和莎草科等
*

科
#((

属
%##

种!所占比重却达到
%%?$AX

'而且群落内优势植

物物种的分布格局与热带雨林相似!热带性质明显!

其特点有一定的过渡性'世界橡胶林群落中的禾本

科*茜草科和菊科等植物分布达
!(?$X

!与其他热

带原始林相比有明显的差异'海南植胶区林下资源

植物主要由禾本科*大戟科*菊科*茜草科和蝶形花

科等组成!仅分为乔木层*灌木层和草本层'有研究

表明(

#$

)

!海南的草本层远远高于热带雨林!以及橡

胶林下植物盖度或多度也远大于热带雨林'广东和

云南橡胶林相似性为
"?#*A

!广东和海南橡胶林相

#*

第
!

期 陈
!

莉 等$中国橡胶林下植物物种组成与多样性分析



似性也为
"?#*A

!云南*广东和海南
%

地橡胶林群落

植物组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!也可反映出
%

地橡胶

林群落植物在区系分布上有一定的亲缘关系'而海

南与云南橡胶林相似性较低!可能是因为海南属于

岛屿!离大陆较远!且受台风的影响比较大'

中国植胶区林下植物重要值前
#"

名物种中!仅

有弓果黍为
%

地都有的植物!且重要值占云南省物

种的
!?''X

*广东省的
&?($X

*海南省的
&?*!X

'

而在在云南植胶区林下的植物中!植物重要值前
#"

位的物种占总物种数的
#$?(%X

!广东植物重要值

前
#"

位的物种占总物种数的
%!?%X

!海南植物重

要值前
#"

位的物种占总物种数的
!%?&*X

!以此证

明每个省前
#"

种植物具有明显的优势'中国植胶

区林下植物优势科共有
*

科
#('

属
%#"

种!分别是

大戟科*禾本科*菊科*蝶形花科*茜草科*马鞭草科*

桑科和莎草科'而云南省优势科有
A

科
$#

属
#%#

种!分别是大戟科*禾本科*菊科*蝶形花科和茜草

科&广东省优势科有
!

科
%#

属
&$

种!分别是大戟科

和菊科&海南省优势科有
A

科
$'

属
#&'

种!分别是

大戟科*禾本科*菊科*蝶形花科和茜草科'

云南*广东*海南橡胶林林下植物多样性比较!

物种丰富度指数最高的是海南!

F<C

G

8,/

指数和

F50//,/)H<7/7.

指数最高的是云南!而广东在这三

者之间都是最小的'在物种丰富度指数中!海南比

云南高了
#%?$%X

!比广东高了
#*?%(X

&在
F<C

G

)

8,/

指数中!云南比广东高了
&?!(X

!比海南高了

#?"(X

&在
F50//,/)H<7/7.

指数中!云南比广东高

了
*?!*X

!比海南高了
"?(&X

'这样的变化规律!

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的降水*气温*地形和土壤等

自然条件的影响'此外!中国植胶区橡胶林的物种

多样性还可能受到人为的干扰'海南橡胶林的物种

丰富度指数高于云南和广东!云南和广东主要受亚

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!而海南主要受热带季风气候

的影响!这都可能成为影响因素'有研究表明(

!"

)

!

对植物物种的分布有极显著影响的是坡向*坡度*海

拔和降水量"

I

$

"?"#

#'海南植胶区橡胶林群落植

物多样性稍高于云南植胶区!广东植胶区橡胶林群

落的多样性最低!仅占
!$?$#X

'在海南!郁闭度和

年平均降雨量是影响橡胶林群落多样性最为重要的

两个因素&而在云南!海拔和年平均降雨量是最为重

要的两个因素'

U-

(

!#

)等"

!"#%

#指出橡胶林群落植

物物种多样性主要受环境因素中的土壤因素影响较

大!而不是空间因素'

橡胶林与桉树林相比!橡胶林群落的多样性显

著高于桉树林多样性!橡胶纯林在物种丰富度指数*

F<C

G

8,/

指数和
F50//,/)H<7/7.

指数上都高于桉

树 林!橡 胶 林 物 种 丰 富 度 指 数 比 桉 树 林 高 了

!'?#AX

!橡胶林
F<C

G

8,/

指数比桉树林高了
$X

!

橡胶林
F50//,/)H<7/7.

指数比桉树林高了
$?#*X

!

!

种不同人工林的多样性指数存在较大的差异'向

仰州(

!!

)等"

!"#!

#通过海南省橡胶林林下植物与桉

树林林下植物物种多样性对比分析发现!橡胶林下

植物物种多样性明显高于桉树林物种多样性!黄先

寒(

!%

)等"

!"#(

#也通过研究不同栽培模式下橡胶林

灌草物种多样性的研究表明!橡胶林物种多样性高

于桉树林物种多样性'桉树林的物种多样性明显低

于橡胶林的多样性!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人为干

扰&还有可能受到桉树林自身的化感作用或者土壤

理化性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'

一些学者也在橡胶林群落与其他人工林群落植

物物种多样性方面展开了相应的探讨!比如$

U?̂ ?

R040

(

!&

)等"

!""$

#认为橡胶林群落与天然次生林在

幼苗和幼龄阶段的植物物种多样性存在相似性!随

着林龄的增加!橡胶林群落植物物种多样性将逐渐

低于天然次生林&邢慧(

!A

)等"

!"#!

#也认为橡胶林群

落的植物多样性会随着橡胶林林龄的增加而有所下

降&而周会平(

!(

)等"

!"#!

#和
<̂-

(

!'

)等"

!""(

#研究结

果表明随着橡胶林林龄的增加!该橡胶林植物物种

多样性会随之降低!雨季植被多样性显著高于旱季'

&

!

结论

本研究反映了中国橡胶林林下植物物种组成和

群落性质!为后面探讨中国植物多样性以及橡胶林

下植物的组成有很好的借鉴作用'中国橡胶林下植

物物种多样性丰富!可以加强近自然管理!近自然管

理后橡胶林群落物种多样性较高(

!*

)

&植物群落丰

富!多为泛热带分布!反映出群落的热带性质'近自

然管理后乳胶产量略高于常规管理'研究结果表明

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近自然管理可作为提高橡胶林生

物多样性有效途径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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